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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基本观点

郑信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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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个重要观点ꎬ也是社会主义时期一定阶段

民族问题方面的一个重要现象ꎮ 然而ꎬ学界对此观点的认识与理解有所不同ꎬ需要认真研究探讨ꎬ把握其精神实

质ꎬ这对于正确对待与解决社会主义时期一定阶段的民族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ꎮ
〔关键词〕消除ꎻ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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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ꎬ作为社会

主义一定时期内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概念与现

象为人们所重视ꎮ 关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

题ꎬ在民族理论学界和民族工作部门存在不同的

理解和看法ꎮ 他们围绕着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

等概念的提出、产生原因、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

问题中的地位、消除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的

途径及标准等ꎬ曾进行了积极地探讨ꎬ这不仅有

利于对该概念及现象的正确理解与运用ꎬ而且有

助于对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认识与理解ꎮ
如今ꎬ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加快ꎬ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迅速ꎬ我国各民族之间已经不存

在社会发展阶段之别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质的

差距ꎮ 依据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

问题的观点ꎬ根据苏联时期的实践经验以及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现实ꎬ可以研判历史遗留的“民族

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在我国基本解决ꎮ

一、释义“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

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ꎬ是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关于解决社会主义一定时期民族问题

方面的一个重要观点ꎬ也是社会主义一定阶段所

存在的民族问题方面的一个特殊现象ꎮ 关于民

族间事实上不平等之概念与观点ꎬ是由创建世界

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

所提出ꎮ
众所周知ꎬ“平等”只是相对而言ꎬ世上不存

在绝对的平等ꎮ 同样ꎬ民族间也不存在绝对的平

等ꎮ 所谓“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有其特定含

义ꎬ它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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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存在的ꎬ相对于形式上的平等而言的ꎬ是不

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不平等”(差距差别)ꎬ因为只

要民族存在ꎬ民族之间的差距差别就不会消失ꎮ
社会主义发展史表明ꎬ在多民族国家ꎬ随着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ꎬ各民族人民翻身得解放ꎬ
获得了政治法律上的平等ꎬ有着同等的发展权

利ꎮ 但是ꎬ由于受历史、文化、自然等诸因素的影

响ꎬ各民族之间在社会发展阶段、经济文化发展

水平等方面ꎬ显露出不平衡ꎬ甚至差距很大ꎮ 因

而ꎬ他们在享受民族平等权利方面受到很大限

制ꎬ一些落后的民族“完全没有力量享用革命给

它们的权利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类似在经

济、文化等方面不能很好地享受政治法律所赋予

的同等权利的现象(当然ꎬ这种现象反过来影响

其政治权利的完整享受)ꎬ阐述为“民族间事实

上的不平等”ꎮ
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是社会主义时

期一定阶段内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ꎮ 这一问题

之所以存在ꎬ直接原因有两点:一是民族间存在

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ꎻ二是各民族间经济文化发

展方面存在质的差距ꎮ 而且这都是历史遗留ꎬ所
以这个问题不可能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而立

即消失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问

题ꎬ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造成的ꎬ而是各

民族历史遗留造成的ꎮ 这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

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ꎬ将作为社会主义一定

时期内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存在ꎮ 只有

通过加强社会主义建设ꎬ借助先进民族的诚恳而

无私的帮助ꎬ依靠后进民族的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ꎬ提高民族自身发展能力ꎬ加快其经济社会发

展ꎬ解决民族间在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上的质的

差距ꎬ才能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ꎬ实现

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ꎮ

二、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

问题”的论述

　 　 关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的阐述ꎬ首先

见诸于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ꎮ
列宁在«俄共(布)纲领草案» (１９１９)中ꎬ指

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ꎬ曾是压迫者的那些民族

的工人ꎬ要特别谨慎地对待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感

情(例如大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对犹太

人ꎬ鞑靼人对巴什基亚人等等)ꎬ不仅要帮助以前

受压迫的民族的劳动群众达到事实上的平等ꎬ而
且要帮助他们发展语言和图书报刊ꎬ以便消除资

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不信任和隔阂的一切痕

迹ꎮ” 〔１〕

列宁在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
(１９２１)中ꎬ指出:“消灭民族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ꎬ要求我们同民族压迫和殖民地奴役

的一切残余作坚持不懈地斗争ꎮ 在这里ꎬ直到现

在为止的民族不平等是建立在历史上形成的经

济不平等的基础上的ꎮ 这种不平等ꎬ首先表现在

俄国的这些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位的边疆

地区(特别是土尔克斯坦)被强制充当各种原料

的供给者ꎬ被强制把原料送到中部地区去加工ꎮ
这就是他们长期落后的原因ꎬ这就妨碍了这些被

压迫民族中间的工业无产阶级的产生ꎬ从而也妨

碍了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ꎮ 无产阶级革命不可

避免地在东方边疆地区碰到了这一切ꎬ而它的最

首要的任务ꎬ就是彻底消灭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

所有各方面的民族不平等的一切残余ꎬꎮ” 〔２〕

列宁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１９２２)
一文中ꎬ指出:“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虽
然只不过是因为施行暴力而伟大ꎬ只不过是像杰

尔席莫尔达那样的伟大)的国际主义ꎬ应当不仅

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ꎬ而且表现在压迫

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ꎬ以抵偿在生活

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ꎮ 谁不懂得这一点ꎬ谁就

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ꎮ〔３〕

如上所见ꎬ十月革命胜利后ꎬ列宁在有关民

族问题的理论阐释和策略论述中ꎬ多次提及民族

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之内容及含义ꎮ 而关于民

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ꎬ斯大林的论述较多ꎬ
且更加清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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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 «俄共 (布) 第十次代表大会»
(１９２１)中ꎬ指出:“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

义共和国的领土上有许多民族站起来了ꎬ他们有

着同等发展的权利ꎬ但是由于经济、政治和文化

的落后ꎬ还保存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某些不平

等ꎮ 这种民族不平等的实质是:由于历史的发

展ꎬ我们从过去继承了一种遗产ꎬ这就是一个民

族即大俄罗斯民族在政治上和工业上比其他民

族发达些ꎮ 因此就产生了事实上的不平等ꎬ这种

不平等不是一年之内就能铲除的ꎬ但是ꎬ只要在

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帮助各落后民族和部族ꎬ
就一定能够把它铲除ꎮ”他还指出ꎬ“在苏维埃联

邦国家内ꎬ不再有被压迫民族和统治民族ꎬ民族

压迫已经消灭ꎬ但是ꎬ由于文化较发达的民族和

文化不发达的民族之间还存在着旧的资产阶级

制度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文化的、经济

的、政治的)ꎬ民族问题就具有一种形式ꎬ这种形

式要求规定一些措施来帮助各落后民族和部族

的劳动群众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繁荣起来ꎬ使
他们有可能赶上走在前面的无产阶级的俄国中

部ꎮ” 〔４〕

斯大林在«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
(１９２３)中ꎬ指出:“这种遗产ꎬ是共和国联盟各民

族在事实上即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不平等ꎮ 十

月革命所获得的各民族在法律上的平等ꎬ是各民

族的伟大胜利ꎬ但是这种平等本身不能解决整个

民族问题ꎮ 许多共和国和民族没有经过或者几

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ꎬ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

无产阶级ꎬ因而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很落后ꎬ不
能充分享用民族权利平等给它们的权利和可能ꎬ
它们得不到外来的真正而长期的帮助ꎬ就不能提

高到高级发展阶段ꎬ因而也不能赶上走在前面的

民族ꎮ”同时他也指出:“产生这种事实上不平等

的原因ꎬ不仅在于这些民族的历史ꎬ也在于沙皇

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的政策ꎮ” 〔５〕

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１９２３)中ꎬ还指出:“我们已经宣布了法律上的

平等ꎬ并且正在实现这种平等ꎬ但是它毕竟

同事实上的平等还相距很远ꎮ 所有落后的民族

和部族在形式上和我们联邦内其他一切先进民

族享有同等权利ꎮ 可是不幸的是:有些民族没有

自己的无产者ꎬ没有经过甚至还没有开始工业的

发展ꎬ文化上极端落后ꎬ完全没有力量享用革命

给它们的权利ꎮ 可是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

是一切不满和摩擦的根源ꎮ 在这里单靠学校和

语言不能解决问题ꎬ还需要我们给文化上和经济

上落后的各民族的劳动群众以真实的、经常的、
真诚的和真正无产阶级的帮助ꎮ” 〔６〕

从列宁、斯大林以上论述中ꎬ可归纳出如下

几点:
一是提出了关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

的明晰概念及含义ꎬ认为在多民族国家ꎬ一些民

族由于经济文化落后ꎬ不能像先进民族那样享有

“民族权利平等”给予他们的权利ꎬ因而存在民

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ꎬ而且这种不平等主要指

“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不平等”ꎮ〔７〕

二是指出了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的产

生原因ꎬ认为这种“民族不平等是建立在历史上

形成的经济不平等的基础上的” 〔８〕ꎬ落后民族没

有形成无产阶级ꎬ没有工业经济ꎬ文化极其落后ꎬ
故不能充分享受政治权利平等给予他们的权利

与可能ꎬ而且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ꎮ
三是指出了“消灭民族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ꎬ认为“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

后性(文化的、经济的) 不是一两年内就能消

灭” 〔９〕的ꎬ因为“在先进民族和落后民族之间确

立事实上的平等ꎬ是一件很复杂很艰巨的工作ꎬ
需要很多年才能完成”ꎮ〔１０〕

四是强调了消除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

的途径ꎬ指出必须有国家及先进民族等的外来扶

持和帮助ꎬ即“胜利了的先进民族的无产阶级必

须帮助ꎬ真正地和长期地帮助落后民族的劳动群

众发展文化和经济ꎬ帮助他们提高到高级发展阶

段”ꎮ〔１１〕

五是指出了消除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

的标准ꎬ认为在国家和先进民族的帮助下ꎬ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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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落后民族的经济文化ꎬ赶上“走在前面的民

族”ꎬ赶上“走在前面的无产阶级的俄国中部”ꎬ
达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ꎮ

三、关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的讨论

人们在讨论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时ꎬ基
本是以列宁、斯大林的上述论断为主要依据的ꎮ
但是ꎬ由于对列宁、斯大林论述的不同理解ꎬ解读

时难免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与观点ꎮ
在我国ꎬ关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的探

讨ꎬ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文革”结束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ꎬ这时在批判“民族问题的实质

是阶级问题”的同时ꎬ主要围绕着民族间事实上

不平等的提出、含义、产生原因、地位、存续跨度、
消除途径与标准等展开了讨论ꎻ第二阶段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到 ９０ 年代初期ꎬ主要针对民族

间事实上不平等这一概念是否继续使用进行探

讨ꎬ一些学者坚持继续使用ꎬ而一些学者认为不

应再使用ꎻ第三阶段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至

今ꎬ关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探讨ꎬ开始侧重

于对民族平等的讨论ꎬ更多地强调“民族间事实

上的平等”ꎬ并围绕如何消除民族间事实上不平

等问题ꎬ对其实践展开个案研究等ꎮ 现就主要观

点综述如下:
１. 我国学界关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概念

的研究

许多学者认为ꎬ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是列

宁、斯大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一个

重要概念ꎬ在我国也客观存在ꎬ故坚持使用民族

间事实上不平等这一概念ꎬ有助于提高对民族问

题的认识ꎬ能够加快解决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

题ꎮ 早在 １９７９ 年ꎬ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即

发文指出ꎬ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提法不仅适用

于俄国ꎬ也适用于我国ꎬ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普遍

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ꎮ〔１２〕 张全昌〔１３〕、梁

科〔１４〕、叶扬〔１５〕、都永浩〔１６〕等学者ꎬ从我国民族政

策的发展脉络、商品经济发展下产生新的民族差

距等角度ꎬ也主张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这一提法

仍应该使用ꎮ
但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ꎬ例如朱民认为ꎬ

“事实上不平等”并非是列宁的思想ꎬ而是斯大

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观点ꎬ因此不宜继续

使用ꎬ而应该以“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距”
替代这一提法ꎮ〔１７〕穆牧指出ꎬ以“事实上不平等”
概念表述我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等现状值得探

讨ꎬ认为我国民族关系现状同斯大林提出这一观

点时的苏联相比ꎬ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ꎬ如今“在
我国只有各民族之间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异ꎬ不存

在各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ꎮ” 〔１８〕 彭穗宁〔１９〕、
王建成〔２０〕等学者也认为不宜再使用“民族间事

实上不平等”的提法ꎮ
２. 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之含义与产生原因

关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含义ꎬ我国学者

也有不同的观点ꎮ 杨荆楚认为:“所谓事实上不

平等ꎬ就是专指各民族之间发展较大的不平

衡ꎮ” 〔２１〕刘绍川、何润提出不同意见ꎬ认为“把民

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等同于‘不平衡’”是不对

的ꎬ是将两者混同起来ꎬ而且批判其“绝不能以某

些最落后的民族的标准ꎬ来否认其他所有少数民

族的某些落后性”ꎬ主张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之

含义ꎬ应回归到斯大林的基本主张上ꎮ〔２２〕 杨文炬

则主张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ꎬ是“社会发展阶段

的差别”ꎬ而非“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发展水平

的一般差别ꎮ” 〔２３〕对此ꎬ刘绍川反驳称ꎬ民族间事

实上不平等既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别”ꎬ也是

“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一般差

别ꎮ” 〔２４〕

关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的产生原因ꎬ
大多数学者赞同斯大林的基本观点ꎬ即因历史上

的民族压迫而造成ꎮ 闵言指出ꎬ在建设社会主义

过程中ꎬ虽然各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获得了民

族平等的权利ꎬ但落后民族由于受历史发展阶段

和长期民族压迫造成的自身发展程度低带来的

种种限制ꎬ实际上不能与先进民族同等享受政

治、法律赋予的各项民族平等的自由权和发展

权ꎮ〔２５〕另外ꎬ图拉古尔〔２６〕与石羊〔２７〕 认为ꎬ我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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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的存在ꎬ很大因素

是“文革”浩劫加剧了原本已缩短了的民族间差

距ꎬ是极左错误思想所致ꎮ 都永浩也指出ꎬ除历

史遗留因素外ꎬ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经济发展的不

均衡ꎬ导致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汉族与少数

民族之间新的差距ꎬ这些也成为民族间事实上不

平等的新因素ꎮ
３. 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的存续跨度与

其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中的地位

关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的存续跨度ꎬ
杨荆楚和刘绍川、何润都认为ꎬ民族间事实上不

平等既存在于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ꎬ也存在于

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ꎬ虽性质不同ꎬ但问题皆

有ꎻ而闵言主张ꎬ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存在于社

会主义多民族国家之中ꎻ杨文炬则认为ꎬ这是社

会发展阶段不同的民族之间的问题ꎮ 在消灭时

限方面ꎬ杨荆楚与杨文炬都认为ꎬ民族间事实上

不平等大体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而逐步消失ꎬ
也即几十年之内ꎻ而闵言认为可能要把我国建设

成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时民族间事实上不平

等才能消灭ꎻ刘绍川、何润则认为要完全建成高

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准备好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民

族间事实上不平等才能完全消灭ꎮ
关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在社会主义

时期的地位ꎬ多数学者认为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一

问题ꎬ对于解决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ꎬ取得社

会主义建设的全面胜利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ꎮ
闵言、刘绍川等指出ꎬ消除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

是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ꎬ是这一时

期民族问题的实质ꎮ 云南省委写作小组撰文认

为ꎬ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ꎬ民族间事实上不平

等问题更加尖锐而突出ꎬ指出消除民族间事实上

不平等是新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与根本任务ꎬ是
国家新时期总任务的重要组成ꎮ〔２８〕 不过ꎬ也有持

反对意见的学者ꎮ 如朱民认为ꎬ民族间事实上不

平等问题ꎬ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ꎬ不
可以历史概念来诠释当前的定位ꎮ 杨荆楚认为

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ꎬ概括不了社会主义时期

民族问题的基本内容”ꎬ它并非属于社会主义时

期民族问题的实质ꎬ它“只能是各民族共同发达

繁荣的开始ꎮ” 〔２９〕

４. 消除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的途径及

标准

关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解决途径ꎬ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论述中ꎬ普遍认为应大力发展

少数民族经济文化ꎬ通过实现四个现代化来消除

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ꎻ８０ 年代末以后ꎬ学者们开

始重视通过“缩小发展差距”和“实现各民族共

同繁荣”来消除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ꎬ实现“民
族间事实上平等”ꎮ 例如李明生、王广存主张ꎬ在
政府宏观控制和调节下ꎬ引入民族间和谐式竞争

机制ꎬ以促进国家生产力的整体发展ꎻ〔３０〕 王铁志

认为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ꎬ应该考虑效

率原则ꎬ才能实现结果性的平等ꎮ〔３１〕

关于消除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的标准

方面ꎬ大体有三种观点:其一是赶上或超过先进

民族ꎬ如杨文炬等ꎻ其二是赶上或接近先进民族ꎬ
如闵言等ꎻ其三是赶上先进民族ꎬ如刘绍川、何润

等ꎮ 刘绍川、何润不仅提出在经济、文化方面赶

上先进民族的具体标准ꎬ还指出“接近”这种提

法ꎬ降低了消除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标准ꎮ
综上而言ꎬ关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ꎬ

尽管学者们存有不同的观点和理解ꎬ但普遍认为

在社会主义一定阶段存在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

问题是不可避免的ꎬ它是历史遗留问题ꎮ 民族间

事实上不平等问题ꎬ虽然不是各民族一进入社会

主义就能马上消除ꎬ但在国家和先进民族的帮助

下ꎬ相对落后民族能够加快其经济社会发展ꎬ增
强自我发展能力ꎬ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ꎬ实
现各民族“事实上平等”ꎬ那么也意味着民族间

事实上不平等问题的自然消除ꎮ 可见ꎬ推动各民

族经济文化发展ꎬ消除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ꎬ
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要面对的一项重大问题ꎮ

四、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理论在我国的运用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ꎬ新中国成立之时由

—０６—

　 ２０２０. １学科前沿



于各民族发展极不平衡ꎬ各民族在享受«宪法»
赋予的民族平等权利方面受到很大限制ꎬ在实际

生活中存在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现象ꎮ 这样ꎬ
党和政府在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实践中ꎬ接受运用

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

基本观点ꎬ并将逐步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间

事实上不平等ꎬ实现各民族事实上平等ꎬ作为建

设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任务ꎮ
新中国初期ꎬ比较早地提出和解释民族间事

实上不平等问题的人是李维汉ꎮ １９５１ 年ꎬ在中

央民委召开的第二次扩大会议上ꎬ时任中央人民

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李维汉指出:
“当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已经普遍

推行ꎬ民族平等权利已在各方面实现ꎬ还不等于

根本地解决了民族问题ꎮ 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ꎬ
有待于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少数民族在政

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ꎮ 这种落后状

态ꎬ使各少数民族在享受民族平等权利时ꎬ不能

不在事实上受到很大的限制ꎮ 斯大林同志把这

种情况叫作‘事实上的不平等’ꎮ” 〔３２〕

１９５３ 年ꎬ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起草通过的«关
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

经验总结»(１９５４ 年中共中央批转下发)中ꎬ明确

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ꎬ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

题方面的总任务ꎬ即“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

的团结ꎬ共同来建设祖国的大家庭ꎻ在统一的祖

国大家庭内ꎬ保障各民族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ꎬ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ꎻ在建设祖国的共同事业中ꎬ
逐步地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ꎬ逐步地

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

等ꎬ使落后民族得以跻于先进民族的行列ꎬ逐步

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ꎮ” 〔３３〕

１９５７ 年ꎬ周恩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ꎬ
指出:为了在平等友爱的民族大家庭中ꎬ建设社

会主义的强大祖国ꎬ我们“要把历史上的痕迹消

除掉ꎬ要把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

平等状况逐步消除掉ꎮ” 〔３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ꎬ我们党重新恢复

和应用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理论ꎮ 当时ꎬ胡耀邦

同志委托中共中央党校就这个问题进行专题研

究ꎬ在他们向中央提交的专题报告中ꎬ认为“消灭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ꎬ是
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任务之一ꎬ是一个

马克思主义的提法ꎮ” 〔３５〕１９７９ 年ꎬ叶剑英同志在

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中ꎬ指出:“我国五十多个兄弟

民族ꎬ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ꎬ形成了团结友

爱、平等互助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ꎬ正在为

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而

努力ꎮ” 〔３６〕

１９８０ 年ꎬ«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评所

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一文ꎬ在谈及

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内容和根源时ꎬ把“逐
步消除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事实上的不平

等”作为今后很长历史时期我国民族问题的三个

方面之一ꎮ〔３７〕

１９８１ 年ꎬ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云南民族

工作汇报会纪要»中ꎬ明确指出:“党的民族工作

的总方针是ꎬ坚定不移地关心、帮助各少数民族

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ꎬ沿着社会主义

道路不断前进ꎬ逐步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

等ꎮ” 〔３８〕

１９８４ 年ꎬ阿沛阿旺晋美在«关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草案)›的说明»中ꎬ
指出:“现在ꎬ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一

般比较落后ꎬ这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

上的不平等ꎮ 我们要逐步消除这种历史上遗留

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ꎬ最根本的是要大

力帮助少数民族加速经济、文化的发展ꎮ 这是一

个长期的根本性的任务ꎮ” 〔３９〕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ꎬ由于一些原因ꎬ
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讲话及文献中ꎬ逐渐以所谓

历史遗留的 “民族间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的差

距” 〔４０〕、“经济文化上存在着差距” 〔４１〕、“经济、文
化发展上的差别” 〔４２〕、“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

的差距” 〔４３〕 等等替代了“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

等”之提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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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ꎬ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俞正声在贯

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经验交流会上ꎬ指
出:“由于历史、地理条件等原因ꎬ我国各民族还

存在一些‘事实上的不平等’ꎮ 实现‘各民族一

律平等’ꎬ就是要消除 ‘各民族事实上的不平

等’ꎮ” 〔４４〕

以上论述表明ꎬ我们党和国家一直把“民族

间事实上不平等”作为民族问题方面的一个重要

观点及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重要方面ꎬ并采取相

关政策与措施ꎬ为逐步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

等ꎬ实现各民族事实上平等ꎬ进行了坚持不懈地

努力ꎮ

五、我国已基本消除民族间事实上

不平等的问题

　 　 “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是一个特定概念ꎬ
它的存在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造成ꎬ而是

过去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ꎮ 这种民族间存在的

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ꎬ随着各民族经济社会发

展ꎬ解决民族间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本质差距ꎬ实
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ꎬ也将逐渐被消除ꎮ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ꎬ新中国成立以前各

民族发展水平极不平衡ꎬ一些民族社会发展已经

蕴含资本主义萌芽ꎬ一些民族仍处于原始社会末

期ꎬ不同民族间社会发展水平相差一个或多个阶

段ꎮ 所以ꎬ刚刚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各民族ꎬ由
于不在同一发展水平上ꎬ他们无法同等地享受政

治法律所赋予的平等权利ꎬ因而造成了民族间事

实上的不平等问题ꎮ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国内各

民族发展问题ꎬ采取相应政策和措施ꎬ以推动民

族地区社会改革和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ꎮ 基于

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的现状ꎬ党和国家在少数民族

地区进行社会改革时ꎬ根据各民族的不同历史情

况和不同社会特点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及步

骤ꎬ例如在封建地主制地区消灭封建制度ꎬ在奴

隶制、农奴制地区实行和平协商改革ꎬ对存在浓

厚原始社会残余的民族地区实行直接向社会主

义制度过渡等政策ꎬ使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

各民族一同进入社会主义ꎮ 同时ꎬ经过民族识别

工作ꎬ确认 ５６ 个民族成分ꎬ如今在全国已经建立

了 ５ 个民族自治区、３０ 个民族自治州及 １２０ 个民

族自治县(旗)ꎬ４４ 个民族有了自己的民族自治

地方ꎬ少数民族当家作主ꎬ自主管理民族内部事

务的权利得到了保障ꎮ
与此同时ꎬ党和国家为消除民族间事实上不

平等问题ꎬ积极扶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

的经济文化发展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国家就

在民族地区投资建设了一批资源开发和钢铁、机
械、石油等重点项目ꎬ及一些较大规模的基础工

业设施ꎬ民族地区的基础工业初步建立起来ꎬ结
束了少数民族地区过去无现代工业的历史ꎬ培育

了大量的少数民族产业工人队伍ꎮ 在少数民族

地区大力修筑铁路和公路ꎬ使少数民族地区交通

闭塞的状况有了较大改变ꎬ增进了各地区间的物

资交流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ꎮ 大力发展少数

民族基础教育ꎬ消除文盲ꎬ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

文化素质ꎬ同时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一批民族学

院ꎬ民族高等院校从无到有ꎬ培养了大批少数民

族大学生和少数民族干部ꎮ
通过国家及先进民族的大力支持和支援ꎬ少

数民族地区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ꎬ少数民族及

其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落后状况大为改观ꎬ各民族

以崭新的面貌跨入社会主义大道ꎬ我国迎来民族

工作的第一个“黄金时代”ꎬ为消除民族间存在

的事实上不平等问题ꎬ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发展环

境以及物力、财力、人力等基础ꎮ
如今ꎬ通过数十年发展ꎬ我国少数民族和民

族地区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ꎮ 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我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社会

主义建设繁荣时期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建

立深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汉族人口与少数民

族人口的“双向流动”ꎬ加速了民族间交往交流

交融频率ꎬ加快了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现代文

明进程ꎬ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更加迅速ꎬ民族地

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ꎬ民族地区工业形成一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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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ꎬ民族教育成果显著ꎬ少数民族各种人才辈出ꎬ
各民族拥有了自己的干部队伍、知识分子队伍、
产业工人队伍等ꎮ

进入新时期ꎬ党和国家领导全国人民向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迈进ꎮ 各级党委政府遵循习近平

总书记的“全面实现小康ꎬ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的指示精神ꎬ大力开展扶贫攻坚战ꎬ精准扶贫ꎬ全
面脱贫ꎬ努力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与全国同

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ꎮ 在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过程中ꎬ“一个民族都不能少”ꎬ就是要实现

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ꎮ” 〔４５〕到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ꎬ是我们党确定的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ꎬ如今距离实现

这个目标已经不远ꎮ
现实表明ꎬ发展滞后的一些民族在国家和先

进民族的帮助下ꎬ已经摆脱贫困ꎬ走向小康ꎮ 例

如ꎬ１９７９ 年确定为我国第 ５５ 个少数民族的基诺

族ꎬ其在新中国成立时社会发展处于原始社会末

期ꎬ是属于跨越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而“直接

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直过民族”之一ꎮ 如

此处境的基诺族ꎬ在国家和先进民族的帮助下ꎬ
跨越生产关系ꎬ一步进入社会主义ꎬ其生产生活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ꎮ 如今ꎬ在改革开放与扶贫

攻坚大潮中ꎬ实现了其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ꎬ即
将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ꎬ成为跨越发展

和“后进”赶上“先进”的典型之一ꎮ〔４６〕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巨大发展显示ꎬ那些

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已经解决了过去因为“没有

自己的无产者ꎬ没有经过甚至还没有开始工业的

发展”ꎬ而“不能充分享用民族权利平等给它们

的权利和可能”的问题ꎮ 虽然ꎬ各民族之间仍存

在发展差距ꎬ但已经不是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上

的质的差别ꎬ亦即基本实现了“各民族事实上的

平等”ꎮ 依据列宁、斯大林关于消除“民族间事

实上不平等”问题的途径与目标设定及苏联时期

的实践ꎬ我国 ７０ 多年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及其成果表明ꎬ历史遗留造

成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ꎬ在我国已基本

解决ꎮ
在我国ꎬ能够基本消除各民族间存在的事实

上的不平等问题ꎬ得益于党和国家正确的民族政

策ꎬ得益于先进民族无私的支援和帮助ꎬ得益于

少数民族的自我奋发图强ꎮ 当然ꎬ基本解决民族

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ꎬ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ꎬ
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ꎬ实现各

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ꎬ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还任重道远ꎬ仍需我们坚持不懈地

努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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